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字起源与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字起源与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532548309

10位ISBN编号：7532548309

出版时间：2008-01

出版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陈文敏

页数：302

字数：3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字起源与原理>>

内容概要

文字是文明的根据，揭示汉字起源及其早期原理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华传统文明，而六书则是关于汉字
创造方法的传统理论。
本书分上下两卷，分别是六书的渊源、六书的原理，主要讲述的内容有：汉代的六书、陶文与六书、
六书与丹甲青文等。
 　　文字是文明的根基。
任何一个文明，一旦抽去她的文字，这个文明就会进入黑暗时代，就会回到原始社会。
文字就像太阳一样照耀着人类文明前进的道路，文字又像一双无形的巨臂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原始走向
成熟、从暗淡走向辉煌，甚至可能从繁荣走向未来的神圣⋯⋯正是因此，人类对文字的感恩之情深如
大海；正是因此，人类才建立了文字史和文字学。
人类渴望知道文字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原理，以便用人类对文字的无限感恩来纪念她那伟大的圣诞。
然而，“庭院梅花几度开，天涯游子久不归”。
文字的由来，大多不明。
例如作为世界三大古老文字体系的古埃及圣书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至今还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中
国汉字，她们的来源至今都锁在云山雾海之中。
对此，人类的寻根之心是黯然神伤矣。
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脊梁，对于她的起源的探索也一直是困扰中国文字学界的难题，对于汉字的起
源和早期的原理也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著。
对此，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心亦然是黯然神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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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 六书的渊源　　引子　　想要凿破六书这个混沌，首先应当做的事，就是把六书的产生时代
从传统的“汉代说”大大向前推进，推进到古汉字原始系统创立和使用的时代（至少在商代）。
因为，只有对六书的产生时代进行了这次“战略大转移”之后，我们才能置身于六书本来的历史大环
境中，才能对六书的文字对象、历史背景、哲学理念等产生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六书的原理产生突破性的认识。
　　我们知道，汉代的六书说存在较大的混乱。
东汉许慎、班固、郑众三家的六书说法在名称和次第上都存在相同的部分和不同的部分。
这是为什么?先前人们基本上都认为这是当时发明过程中的不同认识。
然而，我们根据各方面史料认为，这种不同的根因是：东汉的六书是源于古传的，由于流传的讹变，
才造成了东汉三家六书说的相同和不同。
从现存古籍看，“六书”之名，初见《周礼》。
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由此可见，汉儒们也是明确申明他们的六书不是自产的，而是源于周代的。
然而，今天的学者几乎都不相信他们的话，非要把六书的产生时代后移到汉代。
其理由主要是：汉代以前，除了《周礼》上有六书之名外，再无任何记载和论述六书的古籍；而到了
汉代，说六书者众矣，且不仅有六书之名，而且有对六书细目的解说（主要指许慎），因而认为六书
产生于汉代。
这种说法，粗看起来似乎有理，但细察六书的由来和原理，却并非如此。
首先，《周礼》的六书之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明确标志出六书的产生时代至少在周代；第二，我
们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六书的文字对象绝不是周以后的籀篆隶楷而是商周甲骨金文，只有商周甲骨金
文才能充分体现六书的个体原理和系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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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甲骨金书的六书“五步相生”造字程序及“记史功能”。
　　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宗教与其说是为要完成宗教学，毋宁说是为要完成原始文化的研究。
因为，在原始社会只有宗教一方面最为显著，哲学与科学的思想尚在萌芽，且尚在宗教的范围内。
所以，要了解原始的心理，只有探索原始的宗教；要晓得人类初时的宇宙观，只要探索他们的宗教；
要晓得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解释，也只要查问他们的信仰；要了解社会上各种事件如神权政治、宗法制
度、生产、死亡、婚姻、战斗的仪式、耕猎、畜牧、衣食、住所等的习惯，都可以参考原始的宗教而
得解释。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华夏民族的先史时代是极其灿烂而浪漫的。
但是，宋明以后文明臻于成熟，成熟则呈老暮，老暮则失去了浪漫的华彩。
因之，这个民族在清代的语言考据和二十世纪初的新考据学（古史辩学派）中，竞迷失了民族文化的
自我，数典乃至忘祖，竞迷失了民族的本源。
殊不知，华夏民族本是来自天上的民族。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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